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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继往开来 再创辉煌　　中共临夏县委书记王建华　　临夏县人民政府县长马锦峰　　《临夏县史
话》作为《甘肃史话》丛书之一，是一本全面展示我县历史传统文化、民俗风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特色
、亮点的通俗读物。
它的出版，是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喜事，也是我县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又一丰硕
成果。
　　临夏县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过渡地带，文化积淀丰厚。
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县境内发现的朱家墩、杨家河、秦魏家遗址便是明证。
先秦时期，羌人在双城一带聚居设邑，形成临夏地区较早出现的城郭。
秦汉时期设立袍罕县，县治就在今双城扫帚沟南古城。
自唐代开始，这里成为丝绸之路南道、唐蕃古道的重要驿站和茶马互市的重要地区。
清末至民国初期，是西北“三马”家族的发迹地。
这里地势险要，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干戈频仍，先后发生过汉羌战役、双城战
役等许多著名战事。
明末闯王李自成曾率部转战途经双城、西川一带。
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万大军也从这里抢渡黄河，挺进青海、新疆。
同时，这里也曾涌现不少名垂青史的各类人物，如英勇抗击八国联军、血战北京正阳门、以身殉国的
清“振威将军”马福禄，驰骋抗日战场、令日寇闻风丧胆的国民军师长马彪，革命先驱侯巨卿、唐仲
绳，共和国著名将领鲁瑞林、侯世奎、黄德魁，越战烈士郭文辉，一等功臣韩廷富，以及曾受到毛泽
东主席亲切接见的剿匪英雄马来者卜等。
　　临夏县自然风光独特，旅游资源丰富。
主峰海拔达4368米的太子山巍峨挺拔，高山湖泊五山池终年云遮雾绕，具有高山草原特色的三岔坪山
林叠翠，“河州二十四关”中的土门关、槐树关、老鸦关山清水秀，万顷塬麦浪滚滚、椒果飘香，莲
花库区水天一色、碧波荡漾。
这里古墓、碑刻等各种文物古迹星罗棋布，砖雕、木雕、葫芦雕刻、刺绣、“花儿”、秧歌、傩戏及
传说故事丰富灿烂。
手抓羊肉、酿皮闻名遐迩，更有“五山池”黄酒、“古袍罕”白酒、“莲花湖”蚕豆、“大红袍”花
椒等地方特产走俏市场、美名远扬。
各民族在漫长历史岁月中相互融合，和谐共处，形成独特的风情民俗和淳厚的民风。
　　临夏县区位、资源优势明显，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喜人。
大夏河、槐树关河、老鸦关河水能资源得到有效开发；光热水土条件良好的北塬灌区节水农业、现代
高效农业已具雏形；双城经济开发区企业相对集中，成为招商引资的有效平台；畜牧、劳务、花椒等
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城乡公路四通八达，城镇建设日新月异，电网改造惠及万家，人畜饮水工程造福
群众，民族教育欣欣向荣，医疗卫生再创佳绩，广电通讯等各项事业突飞猛进，为实现经济社会跨越
式发展，构建富裕文明和谐的新临夏县创造了有利条件。
　　以史为鉴，可以阅古知今；修史资政，旨在开创未来。
在《临夏县史话》出版之际，特向关心支持本书出版工作的上级领导，乡镇、部门、企事业单位、社
会各界人士及全体编撰人员表示诚挚的谢意，并寄语全县各族干部群众，让我们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
观统揽全局，进一步发扬优秀传统，理清发展思路，与时俱进，抢抓机遇，同心同德，真抓实干，力
求县域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新突破，谱写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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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临夏县位于甘肃省中部西南面，黄河南岸。
境内马家窑、半山、马厂文化星罗棋布，历史上曾是羌人聚居地，枹罕古城所在地，也是丝绸之路南
线和唐蕃古道的重要驿站，西北“三马”的故乡，花儿经典《马五哥与尕豆妹》爱情故事的发生地。
这里自然风光独特，物产丰富。
太子山“露骨积雪”，大夏河玉带蜿蜒，三岔坪风光秀丽，莲花湖碧波万顷；大红袍花椒、五山池系
列黄酒闻名遐迩，砖雕、木雕、葫芦雕刻、民间刺绣工艺精湛，堪称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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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与此同时，六十二军（除一八六师驻守临夏）一八四师、一八五师于8月28日在大河家开始北渡，
经过三天三夜的抢渡，于8月30日顺利渡过黄河。
二军五师、六师和四师十一团在9月1日从循化古什群峡渡口抢渡黄河，于9月4日顺利渡过黄河。
　　至此，王震将军率领的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近10万大军，在临夏汉、回、撒拉、保安等各民族群
众及地方开明人士的大力支持下，于1949年8月28日至9月4日，从永靖、大河家、循41s3路胜利渡过黄
河，挥戈西进。
在随后的40多天时间里，各种武器、弹药、食品和药品等军用物资也陆续送过黄河。
当地群众高兴地说：“羊皮筏子当军舰，渡过大军10多万。
”英勇的临夏县各族人民群众，用古老的羊皮筏子，运送人民解放军抢渡黄河天堑，创造了皮筏摆渡
历史上的一大奇迹，谱写了人民解放战争史上光辉的一页。
　　（杨万民 何志霖）　　新中国初期的剿匪平乱　　1949年8月，临夏县解放，但马步芳军队溃逃
时大批旧军官潜伏下来，勾结当地不法之徒和地主，蓄意挑起民族矛盾，枪杀无故百姓，抢劫人民财
产，妄图颠覆新生政权。
潜伏在韩集等地的土匪头子铁玉明、马占福、马虎山、朱老大等聚集土匪近千人，在尹集、漫路、刁
祁、漠泥沟、韩集等地不断进行武装骚扰。
　　1949年10月6日，马集一带10余名散匪抢劫群众财产，民兵跟踪追击，在漠泥沟俘匪7人，击伤1人
；在匪首马占福家收缴手枪2支，轻机枪1挺；在韩集地区击毙匪首马尕老，俘匪6人。
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一师三十二团进驻临夏县。
1950年1月，驻军配合民兵在尹集古城山一带溃马英贵部土匪600余人，匪首马英贵、马牙老山、马进
昌、马有福等180人投降，缴获步枪40余支，轻机枪3挺，马130匹。
4月，县委县政府工作组和民兵打死土匪马一卜拉，打伤匪首马胡赛、马西木，抓获马米有等5人，并
护送大部分难民进村人住。
韩集驻军共俘匪32人，缴获步枪13支、手枪1支、子弹35发，追回牲口13头（匹）。
6月，民兵在韩集击溃匪首马子龙、张斌股匪，击毙3人，击伤3人，俘匪5人，缴获马24匹，军用物
资150多件；在尹集击毙惯匪马布江，抓获马有步等9人，缴获步枪6支。
同月，北塬杨玉清家被20余名土匪洗劫一空，70余岁的老人被杀死。
7月17日晚，韩集区民兵营长菜玉龙在开会后返回途中被土匪暗杀。
7月31日，和平区区委书记宿海宾在返区途中被埋伏的十几名土匪枪杀，抢去驳壳枪1支，剥光衣服。
同月，民兵在群众配合下，击毙曾残杀张有仁等25名群众、打死5名民兵的惯匪马洒力海，击毙顽匪14
人，击伤8人，抓获22人，缴获枪支40余支、马30余匹。
8月，临夏县三大湾民兵抓获土匪6名，土匪投降72名，缴获步枪12支、手枪4支、报话机1台、军用物
资多件。
9月，尹集民兵在民兵营长马天祥的带领下，抓获匪首马西麦、张奴海、马麻乃等。
　　1952年，旧军官、地主马良、马元样，会合匪首马硕卿、马虎山，组织“反共救国委员会”，在
马集、尹集、多支坝、柴东岭、卧龙沟等地骚扰。
5月12日，匪首宋海清、铁玉明、马撒拉等50余人抢劫韩集八里寺。
9月，驻军三十二团一连配合民兵沿太子山边缘搜剿，击毙匪首马一四么等7人。
21月，县委组成110人的武工队，在三岔坪毙匪7名，伤匪多名。
1953年1月，击毙匪首马国栋。
刁祁乡民兵排长马来者卜带领民兵在dr_门-关抓获匪“团长”马义洒、马二福等人。
2月，县上成立剿匪指挥部。
4月7日，马虎-山股匪百余人窜入县境漫路、漠泥沟等地，全县立即组织民兵围剿，在漠泥沟马虎山家
中击毙马虎山父7=，俘匪“参谋长”马振东，歼匪50余名，抓获匪徒多人。
5月9日，民兵击毙匪首马撒拉等5人。
18日，解放军在四川若尔盖抓获“反共救国军”102路和103路“司令”马良、马硕卿等5人，击毙空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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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匪“参谋长”高尚俭等，全歼马良股匪。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临夏县籍剿匪英雄马来者卜、马朝林等先后前往北京参加民兵模范会议，受到毛
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
　　与此同时，对滋事暴动、威胁新生政权和社会稳定局面的反动会道门势力采取有效措施，坚决予
以取缔和严惩。
1951年3月，临夏县境内的“大刀队”、“铁血山”、“一贯道”、“红枪会”、“哥老会”等反动会
道门，密谋策划反革命暴动。
3月9日，新集乡古城村的杜富贵组织“大刀队”，欺骗、胁迫群众参加，公开叫嚣“抗共灭回”。
杜富贵自称“青龙大元帅”，于农历二月初二早晨喝符念咒，率领信徒，手提大刀向执勤的解放军和
民兵冲杀，砍伤解放军1人。
驻新集乡的省上工作团闻讯报告驻军，当即派部队包围杜家庄。
解放军怕误伤群众，向天鸣枪警告。
杜富贵欺骗群众说自己“刀枪不入”，率众向解放军猛冲。
解放军迫不得已，开枪射击，打死杜富贵等匪徒10余名，余众四散逃命；抓获大刀队第一旅“参谋长
”姬光郢、一贯道头子周万礼等反动分子。
此后，人民政府发布禁令，将县境内的反动会道门“瑶池道”、“黄天门”、“保皇党”、“同善社
”等一律取缔。
道首被人民政府严惩，一般道徒登记悔过，对被胁迫参加的群众进行了正面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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